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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该用什么来包装？
本报记者 祝君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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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信息化部近

日印发《“双千兆”网络

协 同 发 展 行 动 计 划

（2021-2023 年）》，明确

提出，用 3 年时间，基本

建成全面覆盖城市地区

和有条件乡镇的“双千

兆”网络基础设施，实现

固定和移动网络普遍具

备“千兆到户”能力；网

络用户加快发展，高带

宽应用进一步融入生产

生活，典型行业千兆应

用模式形成示范。

工信部信息通信发

展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千兆光网采用固定光纤

连接，具有传输带宽大、

抗干扰性强等优势，更

适合室内和复杂环境，

5G 网络具有灵活性高、

方便易用等技术优势。

推进 5G 和千兆光网协

同发展，不仅可以拉动

有效投资，促进信息消

费，还能够支持制造、交

通、医疗、教育等垂直行

业应用市场培育，加快

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

为此，《行动计划》

提出了“行业融合赋能

行动”，鼓励基础电信企

业结合行业需求，在工

业、交通等典型行业开

展千兆虚拟专网建设，

积极布局和实践 IPv6+

等新技术，具备为行业

企业提供端到端网络性

能保障能力，通过创新

网络架构、运营模式，服

务行业发展。同时，要

聚焦信息消费新需求，

聚焦制造业数字化转

型，加快“双千兆”网络在消费、工业、教育、医疗

等领域的融合创新。

“双千兆”网络和建设与每个人息息相关。

在线会议、视频直播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直播

带货、线上销售、VR 应用丰富了人们的消费；

在线教育、远程医疗让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随身

可得，无处不在的高速网络和快速发展的新业

务新应用正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行动计划》从

优化网络架构、改善网络质量、提升服务质量 3

个方面进行部署，着力为广大用户提供高品质

网络体验。”该负责人说。

值得注意的是，《行动计划》首次提出了千

兆城市的评价指标，从城市 5G和千兆光网的网

络供给能力、用户发展状况和应用创新水平等

方面进行评价。

在衡量城市“双千兆”网络能力方面，提出

了千兆光网覆盖率、10G-PON 端口占比、重点

场所 5G 网络通达率和每万人拥有 5G 基站数 4

项量化指标，着力推进城市“双千兆”网络基础

设施能力提升。在衡量城市“双千兆”用户推广

方面，提出了 500Mbps及以上用户占比和 5G用

户占比两项量化指标，评价高速宽带和 5G用户

发展水平，促进用户向高速带宽迁移，形成网络

建设和用户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在衡量

城市“双千兆”协同部署的典型应用方面，设立

了“双千兆”应用创新指标，推动城市在垂直行

业形成“双千兆”网络协同的典型应用，具备示

范和推广效应。

“预计到 2021 年底，全国能够建成 20 个以

上的‘千兆城市’；到 2023年底，全国有超过 100

个城市可以达到‘千兆城市’标准。”该负责

人说。

对很多人来说，不乏这样的经历：打开快递

盒，看见的是层层缠绕的胶带和体积庞大的填

充物，拆起来费劲，扔起来更麻烦。由此带来的

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不容小觑。

当前，我国邮政快递业日均业务量超过 2.4

亿件、日均服务用户接近 5 亿人次，快递包装绿

色、环保、节约的要求日益紧迫。3月 12日正式

施行的《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对于快递包装中塑料袋、塑料胶带、快递

内部塑料缓冲物这“三大污染”有的放矢推出举

措，违反规定将依法受到严厉处罚。

记者近期走访市场发现，《办法》出台后，一

些快递企业和电商平台确实对快递包装和填充

物进行了明显的优化。《办法》能否进一步深化

落实到位，需要快递企业、电商平台和用户共同

协力推进。

推进包装绿色产品认证

在京东物流北京北土城中心营业部，快递

小哥们正在分拣即将派送的包裹。记者看到，

他们在包装选用、打包、填充物使用上，大多使

用塑料包装袋和塑料胶带。

“我们大范围试点推广使用可降解塑料包

装袋及塑料胶带，这正是京东物流推进绿色包

装的做法之一。”京东物流青流计划负责人段艳

健告诉记者，可降解材料的成本高出普通聚乙

烯（PE）材料 3 倍以上，此举无疑增加了企业的

包装成本。

段艳健介绍，“京东物流制定并出台了不

规范包装内部抽查机制，分拣中心将重金属超

标‘黑袋子’及过度包装等纳入质量管控体系

中。一线作业员一旦发现有不规范包装，将定

向对存在问题的部门通报并指导其规范包装

作业。”

邮件快件究竟应该用什么材料包装？“《办

法》规定寄递企业应当优先采用可重复使用、易

回收利用的包装物，优化邮件快件包装，减少包

装物的使用。针对一次性塑料产品替代、包装

物中重金属含量和苯类溶剂残留管控等问题，

明确企业责任，强化源头治理。”国家邮政局市

场监管司副司长管爱光在解读《办法》时着重提

出，鼓励寄递企业采购使用通过绿色产品认证

的包装物。

实施包装绿色产品认证，使用统一的绿色

标识，有助于消费者识别、寄递企业采购和使

用、监督管理部门现场检查。目前，国家邮政局

会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经完成包装绿色产品

认证技术专家组的组建工作。

“已有部分认证机构取得了快递包装绿色

产品认证资质。快递包装生产企业也积极踊跃

提出产品绿色认证申请。”管爱光表示，第一批

绿色认证证书即将颁发。

“推进包装绿色产品认证，有助于加强可

循环包装物信息系统建设。”北京印刷学院青

岛研究院院长朱磊告诉记者，两三年前，快递

企业在中转环节几乎都用一次性塑料编织袋，

“如今，我国 80%以上的快递企业已经换成可

循环使用至少 50 次的可循环集装袋，即使这种

集装袋不能再循环了，也可以交给生产厂家再

制造、再利用，不会给环

境造成影响。”

在顺丰速运华北分

拨区，记者就看见多种

可以循环利用的快递包

装 。 据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顺丰研发了包含丰

BOX、集装容器、笼车、

循环文件封四大类的循

环快递容器，并搭建了

顺丰循环运营平台进行

数据管理。截至 2020 年

底，顺丰投放了 8 个循环

产品，共计实现 9350 万

次循环。此外，顺丰在

快递行业首创无墨印刷

纸箱（即激光纸箱），采

用激光雕刻技术替代传

统油墨印刷，可以 100%

节省印刷油墨的消耗，

实现绿色环保的同时具

有较高的经济价值。

过度包装要不得

4月 8日清早，韵达快递北京朝阳区富力城

服务部的快递小哥金国华开始了一天的配送工

作，第一站是去都城心屿小区。记者跟随金国

华来到收件人章中梅女士的家门口。

“我特别喜欢这种‘拉链式’的快递包装，

徒手就可以很轻松地打开快递盒，既便捷又干

净。”章中梅向记者展示了她收到的快递，外包

装上完全没有胶带，只有一个小小的开口，握

紧开口往右一撕就能打开整个快递盒。

当下，“拉链式”包装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品

牌商家选用，国货品牌花西子就是其中之一。据

花西子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司选用的“一撕得”

快递箱是国内一家生产快递包装公司的专利产

品，成本确实比普通快递箱贵不少，但环保便利

的包装设计，加上时尚元素的运用提升了用户

体验，大获好评。

快递应该怎么包？《办法》要求寄递企业按

照环保、节约的原则，合理进行包装操作，不得

过多缠绕胶带，尽量减少包装层数、空隙率和填

充物。寄递企业通过宽度较小胶带、加强结构

性设计、推广使用电子运单、选用尺寸合适的包

装箱等措施减少包装物用量。

在北京苏宁物流一家快递驿站，记者看到这里的

胶带最窄只有42毫米，最宽也就45毫米，比起传统的

55毫米、60毫米的胶带苗条了不少。现场工作人员打

包尽量避免胶带过度封装。韵达速递相关负责人则告

诉记者，他们在全网持续推广使用45毫米的“瘦身胶

带”。“下一步，韵达计划在更多的分拨中心推广

RFID派件循环袋，提高循环袋的使用量。”

强化监管形成合力

目前，生产符合绿色标准的包装产品并非

难事，但由于部分绿色包装原材料成本比较高，

导致一些企业不愿主动使用，其使用率有待进

一步提高。《办法》出台将改变这一局面。

“《办法》从包装统一管理、使用符合标准包

装、避免过度包装等七方面明确了违法行为的

法律责任，保障《办法》真正落地实施。”管爱光

介绍，国家邮政局将启动过度包装专项治理，争

取利用一年时间，有效遏制过度包装等违法违

规行为，初步构建防止过度包装的长效工作

机制。

业界普遍认为，《办法》的监管意义更体现在

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协作和相互制约上。

“加强邮件快件包装管理，需要打通产业链

条多方合力。”北京市律师协会邮政法专业委员

会主任、北京雷杰展达律师事务所刘新律师告

诉记者，《办法》既有对包装操作要求的细化，也

有对监督管理规定的细化，整体突出了绿色转

型和凝聚共识共商共治理念，对于加快推进快

递包装绿色转型意义重大。

有关专家表示，《办法》的落实不仅涉及快

递物流行业，还有寄递协议方，即包装生产企

业、电商企业、商业组织等，涉及包括用户在内

的邮件快件的多方主体。

在加强对用户的引导和管理方面，《办法》

提出，对快递员依照规范进行的包装操作，用户

不宜提出过多缠绕胶带等不合理的要求；自备

包装物不符合规定，快递员要求更换或者代为

更换的，用户不得拒绝或阻碍；对寄递企业投入

使用的可循环包装物，收件人应当在取出内件

后将可循环包装物归还快递员。对此，管爱光

呼吁，希望广大用户能予以配合，确保相关规定

在行业内落地生根。

日前，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

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版《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规定了

564种农药在376种（类）食品中10092项最

大残留限量，全面覆盖批准使用的农药品

种和主要植物源性农产品。笔者认为，这

意味着农药残留限量的标准体系已经搭建

完成，今后要瞄准绿色农业发展的需求，加

强高效、低毒、低风险农药的原始创新，研

发和推广更多环保型、无害化绿色农药。

农药横跨一二产业，既是农业的投入

品，也是工业的制成品。之所以不断制订

完善《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是因为

评价农产品是否安全的标准不在于有没有

用农药，而是农药使用是否规范、残留是否

在允许范围。既要看到农药是应对病虫害

的有效武器，也不能忽视现有农药对环境

生态的负面影响。明确了标准，就会倒逼

种植源头科学合理使用农药，严格执行安

全间隔期和限制用药范围，农药残留要降

解到安全标准范围内。

现在有人谈“农药”色变，很大程度上

是受过去一些使用高毒农药引发的食品安

全事件影响。过去，农药产品结构不合理，

农户质量意识淡薄，导致乱用滥用农药的

现象时有发生。2000 年以前，我国农药品

种主要是高毒的有机磷类杀虫剂。随着技

术进步，农业农村部已对 46 种高毒、高风

险农药采取禁用措施，对现有的高毒农药

采取定点销售制度，未来 5 年内，还将有 10 种高毒化学农药被淘

汰，传统高毒农药将逐步退出市场。

从农药生产上看，我国使用的 600 多个农药化合物中，90%以

上的品种实现本土化生产，50 多个农药品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不过，我国农药企业尽管总数庞大，但产品同质化严重，每种农药

产品平均销售额仅 300万元。国内市场上的农药很多是国外公司

的创制产品或专利过期产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绿色农药

的创制研究方面有较大差距，缺乏生态友好的绿色农药和生物

农药。

从农药使用上看，全国农作物农药用量已连续 4年负增长，三

大主粮的农药利用率达 40.6%，比 2015年高了 4个百分点。不过，

与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提高利用率仍有很大空间。我国耕作

制度长城以南多是两熟制，部分地区一年三熟，这种超强度的土地

利用，病虫害自然会重些，用药量也会大些。当然，也有施药机械

和方式的问题。多数地方小农户还是以背负式手（电）动喷雾器为

主，占机械数量的九成，占防治面积的六成，而发达国家上世纪已

基本淘汰这类设备。

目前，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覆盖率已提升至 41.5%。

今后推进农药减量增效，一方面要淘汰低效、高毒、高残留品种，推

广绿色农药和生物农药；另一方面要优化施药机械和方式，提高科

学用药水平，处理好产量和质量的关系，实现合理使用农药与科学

防控病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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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无人机成为市场宠儿
本报记者 刘 慧

眼下小麦正处于孕穗期，对小麦赤霉

病、蚜虫等病虫害的防治尤为关键。安徽

阜南雨露农业科技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侯家生正在组织多架无人机进行小麦赤霉

病防治作业。侯家生说，合作社今年托管

了 2 万亩小麦，目前签订了 15 万亩左右小

麦植保订单。一架无人机一天能喷洒农药

500亩以上，相较于人工一天仅喷洒农药10

亩左右，大幅提高了植保效率。

近几年农业无人机在农林植保领域加

速 普 及 ，成 为 农 民 进 行 田 间 植 保 的“ 新

宠”。据中国农机流通协会市场监测，农业

无人机年度销量从2017年的不足千架发展

到 2020 年的 1.53 万架,四年时间增长了 17

倍；市场规模从 2017 年的 0.55 亿元扩张到

2020 年 的 7.75 亿 元,四 年 时 间 增 长 了 14

倍。“从目前销售情况看，今年农业无人机

市场销售依然会有较好增长。”中国农机流

通协会信息咨询部主任张华光说。

张华光认为，农业无人机市场火爆是

各种因素叠加作用的结果。首先是政策助

推。2017 年 12 月工信部印发《关于促进和

规范民用无人机制造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8年农业部、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做

好 2018- 2020 年 农 机 新 产

品购置补贴试点工作的通

知》；2019年有浙江、安徽、江

西、湖南、广东、重庆、吉林、

福建、甘肃、江苏等进入补贴

试点的省市,明确表示要鼓励

无人机在植保领域的发展创

新 ，进 入 地 方 的 补 贴 品 牌 由

2017 年的 22 家发展到 2020 年

的 69家。其次是终端拉动。购

买农业无人机的用户多为服务

组织，他们组织植保专业飞行

队，给用户提供植保作业服务。

农业无人机作业效率高，作业收

益也随之提高，刺激了该市场的

飞速发展。第三，农业无人机不断

扩大应用功能，价格持续走低。农

业无人机植保对象除了水稻、玉米、小麦

和棉花等大田作物外，逐步扩展到葡萄、柑

橘、茄子等瓜果蔬菜以及花生、油葵、油菜

和茶园等经济作物。农业无人机功能由单

纯植保向播种、施肥等作业领域延伸。

植保是当前制约我国农机化发展的

“短板”。与传统植保机械相比，农业无人

机不受地形条件限制，能够进入水田、丘

陵、山地等植保机械进不去的地方开展高

效作业。而且农业无人机实现了人、药分

离作业，保证了作业人员的安全，有效降低

农药使用量和用水量，在安全、环保、防治

效果、成本等方面明显优于人工喷洒。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推动产业数字

化转型，加快发展智慧农业。“农业无人机

在田间作业的过程中，会自动记录喷洒农

药、施肥、播种的用量、地理位置、作业时间

等数据，为智慧农业发展提供数据支撑，并

为农业生产者提供预测和指导。从这个角

度看，农业无人机是一把开启智慧农业的

钥匙。”极飞科技CEO彭斌说。

上图 在重庆市北碚邮政快递收运点，一

名快递小哥在分拣快递。

秦廷富摄（中经视觉）

在山东青岛平度市蓼

兰镇胜利村，植保无人机

在进行小麦条锈病防治喷

洒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